
一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现状
过去!"年，中国改革开放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取

得了巨大成功。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，城乡居民

收入成倍增加，人民生活显著改善。从总体上讲实

现了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，从#$%&年到!’’!
年，国内生产总值（()*）年均实际增长$+,-，综合

国力翻了两翻多，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.倍，年

均递增%+!-，城镇居民收入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

长,倍，年均递增/+"-。但与此同时，居民收入差距也

在扩大，突出表现在城乡之间、地区之间、城镇居民

内部之间、农村居民内部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扩大的

趋势。

（一） 总体收入差距日渐扩大

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衡量居民的收入差距

程度，改革开放以来在居民收入普遍大幅度提高的

同时，基尼系数日渐扩大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测算，

#$&&年基尼系数为’+,.#，#$$$’年为’+,.,，#$$"年为

’+,&$，#$$$年为’+,$%，!’’’年为超出国际警戒线’+.
的标准。从目前情况看，鉴于一些重要的差距在短

期内还难以得到有效缩小，在未来一段时期内，基尼

系数还有可能呈现扩大的趋势，应引起高度的重视。

（二）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波动中重新扩大

改革开放以来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&’年代前

期有所缩小，自#$$&年以来。总体上在波动中呈现扩

大的趋势，到!’’’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已由#$$&年

的!+#%0#扩大为!+%$0#，!’’#年和!’’!年又进一步扩

大为!+#$0#和,+##0#。粗略测算，若只考虑货币收入，

差距扩大为.0#，若只考虑城乡居民的各种福利性补

贴，差距则进一步扩大为/0#。

（三） 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相应扩大

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消费水平

上的差距和消费结构的差距，并且两者呈现扩大趋

势。从总量上看，!’’’年占人口总量,’-的城镇居民

的 消 费 总 额 占 全 部 居 民 消 费 的""-， 这 一 比 例 在

#$%&年仅为,&-，#$$’年也不过..-，!’’’年 城 镇 居

民人均消费支出增加了!+&倍，农村居民只增加了#+&
倍，#$$’年城乡居民消费差距比为!+#$0#，!’’’年城

乡居民消费差距比扩大为,+#,0#。从消费结构上看，

农村居民%’-左右消费支出都花费在吃穿上，而城

镇居民在吃穿上的比例不到/’-，!’’!年农村居民

恩格尔系数为.$-，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,$-，前

者比后者高#’个百分点。

（四） 城市居民拥有大部分金融资产

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长期存在，使得城市

居民和农村居民在资源占有、劳动生产率、劳动成果

分配以及生活方式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，前者远

比后者富有，因此，城市居民积累了较多的社会财

富，并占有大部金融资产，!’’’年城乡居民金融资产

总量分别为&,&%.亿元和!’%./亿元，是#$&’年的#""
倍和&’倍，增长速度快于收入增长速度。!’’’年城乡

居民分别占有金融资产的&’-和!’-比#$&’年各增

长和下降了#!个百分点，,’-左右的城市居民占有

%’-—&’-的金融财富。!’’’年城市居民金融资产的

总量是农村的.倍，人均水平差别是##倍，而#$&’年

只有!倍和$+"倍，总量比和人均比均大于农村居民

收入比。

（五） 城乡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呈扩大趋势

#$%&年城镇和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分别为’+!!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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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"#$，说明当时我国城乡内部居民收入分配基本上

是平均主义分配。%!!%年这一数据分别扩大为!"&’
和!"&%，城乡内部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，且收入增

速随收入水平呈阶梯式增长，即收入越高的组收入

增长越快，呈现典型的“富者越富，穷者越穷”的特

征。如%!!!年，城镇居民收入高低倍数为("!%倍。而

#))*年只有&"!)倍，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比城

镇还要大。

（六） 不同地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

分三大地区来看，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城镇

和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均是明显扩大的。以中部地区

收入为#，城镇东中西三个地区的收入比例由#)**年

的#"+#,#,#"##改为%!!!年的#"+),#,#"!’，中西部与东

部的收入绝对差额由%($元和%)(元扩大到%!!!年的

&!%元和+)$元。农村三大地带的比例由#"&),#,!"*$扩

大到#"+$,#,!"$$，中西部与东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

的绝对差距分别由#)**年的#*)元和%(&元，%!!!年

则提高到)*’元和#+$!元，扩大速度相当惊人。可见，

无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城乡之间，地区之间以及城乡

内部之间，过去%(年居民收入差距都是在不断扩大

的，而且还将继续拉大。

二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
（一） 城乡产业结构差异导致工农效率差异

城市支柱产业主要是利润率高的工业和第三

产业，工业借助于体制创新，科技创新，在市场化，

信息化的带动下，集中了大量资金和优质劳动力，

具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，并正快速地向现代化方向

发展，这是城市居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基础，而农业

仍是国民经济中最弱质产业，特别是农户小规模经

营和低素质的劳动力以及人多地少的资源状况，使

得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，农业现代化步履维

艰。特别是大量人口滞留在农村，农村存在大量的

剩余劳动力，在短期内农业劳动生产率很难提高，

据统计当前全国农业增加值只占-./的#(0左右，

而农村人口则占全国人口的$!0左右，这么多的农

村人口瓜分不多的增加值，其收入增长难不足为怪。

（二） 农村劳动力素质结构不合理

全国农村+"+亿劳动者中，文盲、半文盲和小学

以下文化程度占有一定比重。若用文化程度指数来

表示，#))*年为(")，#))!年为’"%，#))&年为’"*，平均

每年递增!"#’，按此速度提高，到%!!(年农村劳动力

文化水平才能达到)年的初中义务教育水平，而发达

国家农业劳动力*!年代末已达到##年的高中义务教

育水平。

（三） 政府对农业的投资减少

如同大多数国家一样，我国政府也是大规模基

础设施的主要投资者，其投资项目包括改善农业生

产潜力的大型农业基础设施。#)$’1#)*!年期间，农

业在政府基本建设支出总额中的比重平均为#!"(0。

#)*#年以后，该比重开始下降，但#)*(年为(0以上，

#))%年为+0。不仅农业在政府总投资中的比重下降

了，第二个时期（#)*(1#))%年）某些年份农业投资的

绝对额也低于第一时期（#)$*1#)*+年）。例如，#)*(
年和#)*’年政府对农业的总投资大约为&(亿元，按

名义数额算也低于#)$’1#)*!年+)亿元的年平均水

平。较低的政府投资和极少的个人投资，导致像道

路、灌溉渠道这样的农村基础设施不能很好地得到

维护，甚至条件日益恶化。个人投资十分有限，因为

不存在农地的私人所有。大多数农民于*!年代初与

乡村社区组织签订了为期#(年的承包合同，而如此

短暂的承包期几乎不能提供任何激励，虽然另有统

计资料显示，#))*年国有企业得到全部固定资产投

资的(+0，国有企业人均总资本投资为#’)%&元，农

村集体企业为%(*+元。同年，农业的基本建设花费的

比例为#")0。

%!多年的农业的发展表明，投入出现反复，农业

的发展就会出现徘徊。改革开放后，农业发展出现了

两次比较大的波动：#)*#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比上

年减少+)"$+亿元，下降%’"(0，是改革开放后国家农

业投入最少的一年；#)*(年农业发展出现波折，全国

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%*%!万吨，下降了’")0，农业增

加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%")0下降到#"*0，成为*!年

代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。#)*$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

的增长速度由上年的#)")0下降到’"&0，#))#年全国

农业发展又出现波折，粮食减产#!*(万吨 ， 下 降

%"(0，农业增加值增长速度由上年的$"&0降为%"+0，

下降了近(个百分点，成为)!年代增长速度最低的一

年。两次投入的变化对农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。

另据农业部有关专家测算，#)*!1#))$年，我国农业

基本建设资金投入与粮食总产量的相关系数达到

!"$)，与农业增加值的相关系数为!")(。

农业投入积聚的物质能量所增加的农业生产能

力是长期形成的过程，农业获取日益增多的各种农

产品，是以不断地投入活劳动和以资金转化形态的

物化劳动为前提的。农业的发展决定于投入，但目前

我国农业的投入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。国家农业

基本建设投资占社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，“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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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”时期为!"#$，“七五”时期下降为#"!$，“八五”时

期则不到#$，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占总贷款余额

的比重也由%&’(年的!"%$降到%&&’年的)")$。

实行分税制后，由于价格机制和现行农产品管

理体制的影响，一些地方政府投入农业的积极性也

降低了。%&’(年以来地方财政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

比重提高了*+个百点，但地方财政支农资金占地方

财政支了的比重则下降了%!个百分点。有的地方不

仅自身财力投入少，配套资金到位率低，而且上级

拨付的专款和农副产品收购资金也被截留、挤占或

挪用。

另外，乡村集体组织投入也呈趋减态势。乡村

组织对农业的投放主要来自乡村工商企业收入对

农业的补贴和转移。近些年，乡镇企业发展速度下

降，效益下滑，以工补农的能力减弱，%&&#年乡镇企

业支农建设支出总额为%#+亿元，%&&(年乡镇企业支

农建设支出总额为’+亿元。

（四） 农民负担严重

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。一是

机构臃肿，县、乡镇机构臃肿，吃财政饭的人太多，

和历次国家机构改革一样，减而又增。二是国家政

策部门化，部门政策利益化，“条条管理”的机构越

来越多，制定的政策往往出现本部门利益化的倾

向。三是考核干部机制有问题，上级考核干部主要

看政绩，与群众的满意度关系不大。有了以上三方

面的原因，虚报、高估农民收入的现象就不可避免，

甚至向农民收入数据中直接注入大量水分。其目的

是在披着合法的外衣下，从农民身上吸取更多的血

汗，从老百姓手里拿走更多的钱。因此，切实减轻农

民负担，就必须精简机构和人员，杜绝“国家政策部

门化，部门政策利益化，利益问题合法化”的现象，

干部的考核与任免要看群众满意不满意，答应不答

应。要防止为政绩而弄虚作假、虚报农民收入的行

为，科学统计农村居民的收入，对各种增加农民负

担的行为严惩不贷。

三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
（一） 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，对农民“多予、少

取、放活”。

在农村经济解决短缺进入供给有余的新阶段

后，农民增收渠道发生了根本变化，特别是加入

,-.后，我国农业和农民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，增

收形式更为严峻。因此，保证农民收入快速增加的

压力非常大。

十六大报告制定的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相关

政策，但要着重把握好“三点”：一、要坚持不懈地进

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，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。二、

要坚持贯彻对农民“多予、少取、放活”的方针，加大

税费改革力度，切实减轻农民负担，并以此为契机，

改革农村行政管理制度，财政税收体制和金融体制，

建立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公共财政体制。三、要加大

对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的投入，提高农业抗灾的能

力，改善农民生活的农村生态环境。

（二） 改革教育体制，实现城乡一体的教育体制

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，科技之争主要是人才

之争，人才之争又主要是教育之争。然而在农村，农

民的文化素质远低于城市居民，根本不适应农村城

市化和现代化建设。

这主要是城乡分割的教育体制造成的，现在的

教育体制是建立在城乡分割的户籍体制基础上的，

从现实看，城市中小学教育经费由国家承担，农村中

小学的教育经费由乡村农民自筹解决。城市的中学

（特别是地级市以上的中学）对农民子女关了门，这

样实际上是阻断了农村广大青年成材之路，造成了

城乡青年发展机会起点不平等的格局。所测算，%&!+
年前大学生出生城乡比例是#/’，那时全国城乡总人

口的比例是*/(。现在城乡总人口的比例是#/’，但大

学生出身的城乡比例是’/#。这不仅对农村青年不

公，而且也限制了国家选择培养人才的范围，对国家

长远发展是很不利的。%&&*年，党的十四大提出“发

展教育是实现我国现代化的根本大计”%+年来，我国

的教育已有了极大的发展，但城乡不同的两种教育

体制和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。相当多的地区特别是

中西部地区，农村中小学的教学设施简陋，教育经费

严重短缺，教师工资长期拖欠，优秀教师流失，学龄

儿童辍学，这些问题也是实行“城乡分治，一国两策”

的恶果。近些年，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，已经有

财力来解决这些问题了，但现行的体制阻碍着这些

问题的解决。因此，必须对现行的教育体制改革。

（三） 加快农村社会事业发展，提高农民生活质量

农村经济发展滞后，农村教育、卫生和文化事业

更为落后。农村合作医疗体制已经瘫痪了，许多乡镇

的卫生院名存实亡，在有些农村农民缺医少药的状

况比%&’(年还严重。据卫生部有关调查资料显示，城

乡居民在保健服务和健康水平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

距。占总人口#&$的城市居民享有(+$的卫生资源，

而占人口’+$的农村人 口 享 有 的*+$的 卫 生 资 源 ，

&+$的农民完全靠自费医疗，农村近!+$的死亡孩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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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在家里，!"#左右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去就诊，

$%#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。因此，必须按照十

六大的要求，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支持，着力改善农

村医疗卫生状况，扶持农村文化事业发展，加快消

除农村社会事业发展滞后这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

中的重大制约因素。

（四） 加大对农业的资金投入，增加农业预算支出。

农业是弱质产业，利益比较低，在市场经济体

制下，资源配置的利益倾向会导致农业投入的严重

不足。根据国民经济对农业发展的需要，&"世纪’"年

代我国对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

总额的比重应在’#以上，而事实上(’’(年到(’’%年

用于农业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比重只有()"’#。因

此，国家要加大对农业的投入，尤其是现在已加入

了*+,，受冲击最大的是农业，要更加加大对农业

的投入，从政策上加大倾斜度，特别是对农村基础设

施、教育、科学研究及技术推广的投资和支出要提

高，对贫困地区的投入要增加。国家农村预算支出占

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要大大增加。

（五） 管好用好扶贫资金。

从统计分析看，目前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扶贫资

金没有管好用好，甚至部分扶贫资金被非法挪用或

侵占。为此，要加强对扶贫资金的管理，对非法挪用、

侵占扶贫资金者，实行从快、从重处理，追究扶贫资

金管理部门的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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